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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特别是金门、马
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
水、通电、通气、通
桥的“小四通”备受
关注。福建省相关部
门介绍，目前“引晋
入金”工程向金门日
供水超万吨，向马祖
近期供水工程可达到
每小时500吨供水能
力。此外，与金马电
力联网方案和向金门
供气方案也已明确，
厦金、福马通桥方案
基本确定。“福建省
一定会全力推进，希
望早日能够通电、通
气、通桥。”福建省
委书记于伟国对《瞭
望》新闻周刊说。

福建经济快速发
展、更多惠台措施持
续推出，闽台经贸合
作不断提升。福建省
委台港澳办介绍，去
年福建省新批台资项
目1382个，台企累计
超过1万家、个体工
商户超过2000家。

产业园区方面，
厦门、泉州获批以“
一区两园”方式设立
海峡两岸集成电路产
业合作试验区，莆田
妈祖健康城获批设立
海峡两岸生技和医疗
健康产业合作区。闽
台精密机械产业园，
已有32家台资企业入
驻，年创产值近10亿
元。联芯、矽品、福
联、鑫天虹、古雷炼
化一体化、台达绿色

建 筑 等 项 目 加 速 推
进 ， 台 湾 奇 美 、 长
春、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等项目落地。

金融合作方面，
两岸首家全牌照合资
证券公司金圆统一证
券获批设立，台企资
本项目管理便利化试
点政策、台商台胞金
融信用证书颁证工作
扩至全省，82家金融
机构开通台湾地区信
用报告查询服务。平
潭台湾农渔产品交易
市场开业，首批设立
9个闽台农业融合发
展产业园，农业利用
台资的数量和规模保
持大陆首位，福建6
个国家级台创园继续
包 揽 农 业 农 村 部 和
国台办综合评价前6
名。

伴随经贸合作的
不断深化，闽台民间
交流也在往深里走、

往 心 里 走 、 往 实 里
走。

7月4日，厦门市
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副
会长曾正道到莆田湄
洲岛参访进香。这一
次 ， 除 了 拜 妈 祖 ，
他还特意到岛上的“
两岸同愿林”走了一
圈。两年前，曾正道
和多位台胞在湄洲岛
义务植树，并将从台
湾带来的10株牛樟树
种植在同愿林，以此
见证两岸友谊。

来自台湾桃园的
黄 柏 钦 、 姚 佳 玲 夫
妇，3年前了解到福
建高校面向台湾招聘
人 才 ， 毅 然 前 来 应
聘。工作生活一段时
间后，夫妻俩发现闽
台两地的生活差异远
比想象中小，于是把
两个孩子接到身边上
学，一家四口在福州
稳稳扎下了根。

作为近八成台胞
的祖籍地，福建已成
为广大台胞特别是台
湾青年创业、就业和
生活的“福地”。据
统计，2019年台湾青
年来闽实习就业创业
新增1万多人，同比
增长近40%；累计吸
引 台 湾 青 年 超 过 3 . 6
万人；累计有400多
名台湾教师在福建省
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执
教，500多名台湾医
师在闽执业，引进50
个台湾建筑师团队、
新增66个闽台乡建乡
创合作项目。

赶超之后再出发
尽管福建已在经

济总量上赶超台湾，
但台湾的先发优势依
然明显。

从 发 展 阶 段 来
看 ， 福 建 仍 处 于 工
业 化 后 期 阶 段 ，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为
6.1∶48.6∶45.3，保
持“二三一”格局。

而台湾已到后工业化
阶段，三次产业结构
为1.8∶35.8∶62.4，
是典型的“三二一”
结构。

从产业发展角度
看，福建的劳动密集
型 产 业 具 有 比 较 优
势，而台湾的资本和
技 术 密 集 型 产 业 占
优，尤其在半导体、
电子零部件、生物医
药等产业领域优势显
著。谭亚川分析说，
长期以来，福建的产
业结构偏轻偏传统、
规模企业数量少，“
只见星星难见月亮”
，加上高水平科研机
构不足，使得创新投
入规模与强度偏低，
科技创新能力还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

人 均 G D P 是 生
产 效 率 的 主 要 标
志。“2019年福建省
人均GDP为15530美
元，处于中高收入水
平 。 台 湾 人 均 G D P
为25889美元，已达

中国福建GDP
   首超台湾之后（中）

福建平潭“黄金通道”促进两岸人员和商贸往
来。这是“丽娜轮”靠近平潭澳前客滚码头
（2019 年 7 月 25 日摄）。（林善传 摄）


